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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中药期间的注意事项
□陶继阳

“大夫，喝这个中药能不能吃火锅？
能不能喝酒？”“不能，要忌口。”“为啥要忌
口啊？”“因为中药具有治病养生的效果，
药物与食物配合不当时食物会抵消中药
的药效，只有与食物搭配好才能达到好的
效果。”这是笔者在工作中几乎每天都会
发生的对话。在此，针对患者关心的问
题，介绍一些在服用中药期间的正确忌口
方法。

服用中药期间这些不能吃
温补中药忌白萝卜、绿豆。人参、西

洋参、党参、红参等中药不能与白萝卜同
用，同时食用可削弱参的补气功效。此
外，绿豆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会“抵消”
人参等药物的功效。

服温热药不能喝冷饮。温热药针对
的是寒性疾病，喝冷饮不仅不利于药物的
吸收，还会减弱药物的效果，损伤胃肠的
阳气，加重疾病。

清热药躲开葱、姜、蒜、酒和辣椒。如
果正在服用银翘散或三黄汤等辛凉苦寒
的药物，应避免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例
如辣椒、胡椒、葱、姜、蒜、酒等，这些会减
弱清热凉血类中药的疗效。

治过敏和肿瘤别吃芒果、海鲜、鸽肉、
牛肉、狗肉。正在服用治疗哮喘、皮炎、溃
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肿瘤、肝病等有或
伴有免疫性疾病中药的人，最好不要吃海
产类、花生、牛奶、芒果、荔枝、鸽肉、牛肉、
狗肉等食物。

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患者一定要低脂
低盐饮食。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患者血管
容易因为血脂偏高，产生粥样硬化病变。
高盐可以引起水钠潴留，故应低盐低脂饮
食。

养胃中药“怕”胀气和不容易消化的
食物。胃肠不好的患者最怕胀气、不容易
消化的食物（如糯米、鱼类、肉类等）、生冷

的食物，同时吃太多或者饮食不规律也将
影响养胃中药的效果。

各类食物禁忌表
生冷类食物（如绿豆、海带、绿豆芽、

苦瓜、西红柿、无花果、梨、黄瓜、西瓜、冬
瓜、茭白、紫菜、马齿苋、木耳菜、鸭蛋、田
螺、鸭肉、螃蟹等）均偏寒凉，脾胃虚寒、阳
气虚的人禁用。

发物类食物（如蘑菇、笋、芥菜、公鸡
肉、猪头肉、母猪肉、海鲜及鱼类、鸽肉、牛
肉、狗肉、大蒜、葱、木耳等）均为动风生痰
助火之品，容易产生疹、疖、疮、痈等皮肤
疾病，或诱发关节炎、过敏性疾病等。结
缔组织病、各种热病、皮肤病、肿瘤患者禁
用。

油腻类食物（如核桃、芝麻、花生、松
子、肥肉、油煎炸的食物等）含油脂量
较多，容易损伤脾胃健运，造成高血脂
及血管硬化等病变。故凡外感疾病、

肝胆病、心血管疾病、脾胃虚弱者不宜
用。

辛热类食物（如葱、蒜、韭菜、生姜、
酒、辣椒等）具有通阳健胃之功效，过食则
易生痰动火、散气耗血，阴虚体质、血证、
热病、痔瘘、痈疖、慢性咽喉病、肠道湿热、
膀胱湿热者不宜用。

鱼腥类食物（如黄鱼、鲤鱼、带鱼、蚌
肉、虾、螃蟹等）多为咸寒而腥之发物，多
含异性蛋白，易引起过敏反应，多食易伤
脾胃并诱发疾病。故脾胃病、过敏性疾
病、肿瘤病、热性疾病及大病重病患者不
宜用。

胀气中满食物（如大豆及豆制品、花
生、红枣、核桃、玉米、坚果、苹果、牛奶、
红薯等）容易引起腹部胀气，加重肠胃的
不适感。脾胃病患者、体弱多病者不宜
用。

（作者供职于郑州市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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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时间
疗效是检验医生治病水平

的标准。作为一名医生就要努
力钻研技术，提高自己的治疗
水平，努力为患者解除病痛。
怎样才能提高自己的治疗水平
呢？可以通过阅读相关书籍，
也可以拜师学习，但最终要把
书本上的知识、跟师学习的经
验，变成自己的技术，应用于临
床给患者治病。我们要怀有敬
畏之心，提高为患者治病的本
领，因为患者就是我们最好的
老师，是检验我们治疗水平的
人，也是唤醒我们要终身学习
的内驱力。

回归经典，突破瓶颈。我
在临床工作了二十多年，先前
喜欢看针灸经验集、临床验案
等方面的书籍，想从中学习名
医大家的经验，并且在自己身
上进行验证，有时有效，有时无
效，想提高疗效和治疗范围很
是困难，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和
临床实践总是不能完美结合。
后来我就把学习的重点放到

《黄帝内经》上。因为《黄帝内
经》是四大经典之首，是历代医
家必读、重点学习的著作之一。

很多医家都是在《黄帝内
经》《伤寒论》上下过一番苦功
后成名的，于是我就下定决心
先学习《黄帝内经·灵枢》（以
下简称《灵枢》）。为什么要先
学习《灵枢》呢？因为其成书年
代最早，《黄帝内经》包括《灵
枢》《素问》两部分，大概成书于
春秋战国时期，比张仲景的《伤
寒杂病论》早。在《伤寒杂病
论》序中提到的《九卷》就是《灵
枢》。《灵枢》又名《灵枢经》《针
经》，在《素问·八正神明论》第
二十六篇中提到，岐伯曰：法往
古者，先知《针经》也。

《灵枢》是古圣人之书，论
述的是针刺之道。读这部医学
经典时，要静下心来，认真、仔
细地精读，反复体会，掌握它的
方法，再把学习到的方法运用
到实践中去，证实其方法有效。

怎样去掌握这些方法呢？要努力按经典中的指导
留心寻找，在《灵枢》的字里行间，它会告诉你真谛，但不
是在一段或一篇中讲完，是分散在诸多章节中，要认真、
仔细、反复思考，把经典中的真谛找出来，这些真谛是古
人智慧的结晶，要努力掌握它。

由于对《灵枢》的反复精读，文章的前后对照，后文
可解释前文的意思，以及逐步将前面的方法用于临床
后的体会，也许对原有经文的理解会有新的或不同的
理解。现阶段对经文的理解是建立在临床实践基础上
的，对原理解的内容要仔细体会并加以临床运用。在
临床实践过程中，也许对不理解的经文会幡然醒悟，这
就是“悟”的过程。对这些经典的理解，需要把思维浸
泡在经文内容中去思索，思索一定要围绕经文，围绕临
床实践，去理出头绪逐步完善整理核心内容，最终整理
出自己对经文认识理解的东西，也就是自己吸收消化
这些经文变成自己整理出来的实用的东西。整理出来
东西很实用，验于临床，疗效显著。这是《灵枢》称之为
医林绝学的魅力所在。

读《灵枢》要反复地读原文，不要去读医家注解，只
有原文最真实可靠，其他的注解对原文的理解可能会对
读者产生误导，文章的句逗是后人所加，不要完全相信，
因为上句与下句之间句逗位置的改变，意思就不同，这
要看读者的理解程度。学习《灵枢》一定要沿着古圣人
的思路去研读，如《灵枢》中的《官能》篇，就是古圣人对
针灸知识的总结和概论，大家在学习时，尽最大能力把
该篇提到的知识点提炼出来，加以总结并验于临床，加
以掌握。这是最本源的针灸。

清代医家周学海的著作《内经评文灵枢》自序中写
道：是书宽平正大不动声色，而天地万物已在涵盖之
中，糟粕精华，尽入微言之内，故常以为此三代之盛，
涵养有道之士之所为作也。《黄帝内经》此等文字，真
是天造地设，其广大博厚，真是天无不覆，地无不载，
非三代上不能作，非三代上之圣人不能作。读者须细
品其繁复处、接换处，再总观其大处、雄处，略无变化，
却无处不变化，如汪洋大海，鱼龙百怪，隐见出没于其
中，而人莫能测也；人如青天无云，平沙万里，一望无
际，不见丘壑，而人处其中，自觉气清神旺，浩然而百
骸俱畅。

读经典也是一种养生，可以使人心旷神怡。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在一年四季中，夏季是阳气最盛的
季节，此时天气炎热、生机旺盛。长夏
（夏秋交替的时节，高温而多雨），俗称
“桑拿天”，多见于河南的七八月份。天
气以高温、低压、高湿度为主要特点。

盛夏防君邪

夏季饮食以清淡爽口、能刺激食欲、
具有清热祛暑功效的食物为主，如茄子、
鲜藕、绿豆芽、丝瓜、黄瓜、冬瓜、西瓜、西
红柿等。老人应少吃油腻食物，体弱者
应避免食用冷饮及生冷瓜果，以免引起
消化功能障碍。

夏季被人们称为“苦夏”（中医称为
“疰夏”），即使身强体壮的人，在连日的
高温情况下，也可能出现睡不好、吃不
香、没精神、易烦躁等现象。在夏季，我
们要保持神清气和、快乐欢畅的状态，避
免懈怠厌倦、恼怒忧郁之类的情绪，做到

“心静自然凉”。

夏季暑热外蒸，人体毛孔开放，汗液
大泄，最容易受风寒雨露侵袭，晚上不宜
在室外乘凉过久。

长夏防湿邪

一般来说，当气温高于 25 摄氏度
时，人们感到舒适的湿度为 30%。河南
夏季炎热多雨，盛行温暖、湿润的偏南夏
季风，气温高，降水多，湿气重，人体汗液
不易排出，出汗后不易被蒸发掉，因而会
使人烦躁、疲倦、食欲不振，此时，容易引
起胃肠炎、痢疾等。所以，在长夏一定要
防止湿邪的侵袭。

保持居室干燥，勤换衣物，可以多吃
一些清热利湿的食物（如薏苡仁、莲子、
红小豆、绿豆等）。

锻炼要科学

夏季在室外工作和体育锻炼时，应
避开烈日炙热之时，最好选择在清晨

或傍晚天气较凉爽时进行，场地宜选
择在河边、湖边、公园等空气新鲜的地
方。

锻炼的项目以散步、慢跑、打太极
拳、做广播体操为主，不宜做过于剧烈
的运动。若运动过于激烈，可导致大汗
淋漓，寒邪太多，不但伤阴气，也易损阳
气。在运动锻炼过程中，出汗过多时，
可适当饮用淡盐水或绿豆盐水汤，切不
可饮用大量凉开水，更不能用冷水冲
头、淋浴。

注意保阳气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
方”，就是告诉人们夏季要保护阳气。夏
季，由于人们长时间在空调环境中工作
和生活，可能出现面神经痛、下肢酸
痛、乏力、头痛、腰痛、容易感冒和不同
程度的胃肠病等，严重者会出现皮肤病
和心血管疾病，这就是“冷气病”。中医

认为，在夏季人体应顺应暑热外散之性，
而空调温度过低则会使腠理闭塞，暑热
郁闭。

因此，室内外的温差不宜太大，以
不超过 5 摄氏度为好。室内温度不低
于 25 摄氏度。入睡时，最好关上空调；
有空调的房间不要长期关闭，常与外
界空气保持流通。在室内感觉有凉意
时，一定要站起来适当活动四肢和躯
体，以加速血液循环。患有冠心病、高
血压病、动脉硬化、关节痛等慢性病的
人，尤其是老年人，不要长时期待在冷
气环境里。

中医讲究冬病夏治，就是一些在
冬天发作的过敏性疾病、呼吸系统疾
病、关节炎、慢性脾胃病等，在夏季进
行穴位贴敷治疗，可以取得较好的疗
效。

（本报记者陈述明、濮阳市中医医院
姜美娟整理）

■■养养生堂生堂

夏季养生从这四点做起夏季养生从这四点做起
夏三月夏三月，，此谓蕃秀此谓蕃秀，，天地气交天地气交，，万物华实万物华实，，夜卧早起夜卧早起，，无厌于日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志无怒，，

使华英成秀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养长之道也。。

■中药传说

相传，佛祖释迦牟尼有十八位永住世
间、护持正法的弟子，号称十八罗汉。

有一年盛夏，十八罗汉外出游山护
法，正午时分，烈日当空，他们都大汗淋
漓，口渴难当，便到一山寨边的古亭下歇
息。

此时，碰巧一村姑挑柴路过，他们便
忙求她赐水。村姑说声稍等，就直奔山
寨，不久拎来了一大壶开水，还挎个篮子，
篮子里装着水碗和几个棕褐色的球状
果。

众罗汉一见水壶，便急切地争相欲
饮。“且慢！”村姑一边阻止，一边剥碎棕褐
色的球状果，用壶水冲泡，然后轮番给罗

汉们斟入碗中请他们饮用。水一下肚，众
罗汉顿觉甘露入心，渴感全消，忙问何
果？村姑摇摇头：“此果乃俺山寨野生，甚
多，乡亲们只知冲水饮用，却不晓何名。
请诸位赐名吧。”众罗汉面面相觑，最后一
罗汉脱口说道：“不妨就叫罗汉果吧！”大
家都点头称妙。于是，罗汉果就这样声名

远播了。
罗汉果是葫芦科植物罗汉果的果

实，色青褐，质轻，状圆如小球，主产于广
西。其虽属水果，但缺肉乏汁，不宜生
吃。民国时《岭南采药录》首次记载其药
用，言其味甘，性凉，归肺经、大肠经，具
有清肺利咽、化痰止咳、润肠通便之功

效，善治咳喘、咽痛、声嘶和便秘，对百日
咳、咽喉炎、颈淋巴结核等也有治疗作
用。

研究表明，罗汉果含甜味素、果糖、维
生素C等营养物质，可防治坏血病、癌症、
上呼吸道感染等疾病。

罗汉果可单味煎服或泡茶饮，也可配
方使用。近些年，以罗汉果为原料制成的
罗汉果冲剂、罗汉果露、罗汉果糖浆等中
成药相继问世，并因携带食用方便而深受
欢迎。

骄阳似火的夏季，经常用罗汉果冲水
饮用，既润喉止渴，又祛病健身。

（作者供职于辉县市中医院）

罗罗 汉汉 果果
□尚学瑞

肛肠全程无痛技术培训
常年招生

学痔瘘技术送鼻炎技术
联系人：田长修 电话：13653737333

地址：卫辉市人民路北段田氏痔瘘专科门诊
广告

为科学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自
2020年7月开始河南省全面启动对基层
医疗机构发热门诊的改扩建工作。通过
对全省200余家发热门诊的设计及后续
验收，发现大多数医疗机构总体上能够
按照国家及河南省的要求对发热门诊进
行设置，但受建筑面积、已有建筑结构及
人员配备等情况的限制，导致一些项目
最终布局的科学性存在一定问题。经梳
理后发现，问题主要集中在功能区划分、
清洁区内部设置、缓冲区通道设置及“平
疫结合”的体现上，后续思考如下。

基层发热门诊存在的共性问题
硬件设施简陋，为建而建。相当一

部分发热门诊仅为考虑符合医院等级评
审要求而建，大多数为简易用房，设施及
人员配备的水平不高。

由于受实际场地条件的限制，发热
门诊的合理化建设布局受到了很大程度
的影响。有的医院甚至将发热门诊设到
了后院，不利于发热患者的及时接诊分
诊，也为感染控制工作埋下了隐患。

客观上发热门诊仅在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时短时启用，传统设计在整体考虑
方面不周全，造成了平时大量空间、设备
及人员的闲置。由于平时闲置，医院对
发热门诊的后续投入和管理不足，导致

疫情来临时，暴露出功能、空间规模上和
管理上的欠缺。

几点合理化建议
充分做好总体规划。针对新型传染

病、大型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建议从发
热门诊的建设扩展到感染性疾病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中心、区域性应急联动
机制，整体规划建设，共同提高整体应急
应变能力。

以信息系统为依托，充分运用现代
化信息采集系统、数据分析及预警系统、
智能无人诊疗系统，借助5G技术，建立
院内急性传染性疾病的预警防控系统。

合理优化建筑布局设计，注重细节
优化。医务人员进入发热门诊时，在清
洁区穿戴防护物品后通过缓冲间进入污
染区；离开发热门诊时，先于脱卸间1区
脱去除防护口罩以外的防护物品，再于
脱卸间 2 区脱去防护口罩，随后进入清

洁区进行沐浴更衣。
结合“平疫结合”的要求，建议把

CT、检验等部门独立设置在发热门诊旁
或对外预留独立出入口或设置双出入
口，这样既能保证疫情期的感控要求，同
时又能提高在非疫情期间的利用率。

从医务人员通道去往隔离留观病房
之间要设立缓冲间，并设置双扉密闭式
传递窗，避免频繁开闭门引起气流的非
正常流向改变。

重视发热门诊污水处理设施的建
设。对发热门诊污水和废弃物要进行分
类收集和处理，确保稳定达标排放。可
以因地制宜的建设临时性污水处理罐
（箱），采取加氯、过氧乙酸等措施进行杀
菌消毒。严禁未经处理的污水和废弃物
直接排放。

做好关键部位及特殊部位的通风系
统设计。为了便于建设与管理，在传统
的暖通设计时，往往会减少系统数量，但
在实际使用中发现：过分统
一的送排风系统不能满足越
来越复杂的个性化要求，比
如隔离要求、防止感染的要
求、智能新风的要求等。建
议加强对不同使用环境的系
统要求的研究，如隔离病房

的负压及独立性要求、中央空调的防集
中性感染要求、生化实验室的空气质量
动态控制要求、特殊科室的智能化新风
要求等。

发热门诊虽小，但功能要求却高，实
际作用和意义很大，希望以上几点建议
对今后基层医疗机构发热门诊的改扩建
规划设计有所帮助。

发热门诊建筑设计的后思考
□梁文林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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